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9721643

10位ISBN编号：7509721644

出版时间：2011-4

出版时间：社科文献

作者：靳辉明//李崇富

页数：71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1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>>

内容概要

　本书结合当代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实践发展，对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
专题性分析和研究并作出新的阐发，有力地回击了反社会主义势力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曲解、责难和
攻击，并通过解决和回答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遇到的新问题，廓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反
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，澄清了苏东剧变后人们在思想上存在的种种疑虑和模糊观念，使
我们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有一个全面、系统、深入?正确的认识和把握，使我们在社会主义
改革开放的实践中，真正做到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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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　苏联社会主义演变的原因与教训
　第一节　关于苏联演变原因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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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第四节　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及我们应采取的科学态度
第二十章　评民主社会主义
　第一节　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
　第二节　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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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第一节　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、永恒的价值
　第二节　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“普世”性质的价值
　第三节　在“普世价值”问题上需要澄清的几个观点
　第四节　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“普世价值”的目的
　第五节　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就是在指导思想上反对“普世价值”的结果
第二十二章　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
　第一节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及其特点
　第二节　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
　第三节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严重危害
结束语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?地位
　第一节　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
　第二节　马克思主义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础
　第三节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
　第四节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
　第五节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“一元化”指导地位
后　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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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众所周知，马克思1842年在《莱茵报》时期就立志为社会主义提供“理论论证”。
当时马克思才刚刚24岁。
他在《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（总汇报）》一文中，在评论关于共产主义讨论时指出：“我们坚信，真
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；要知道，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
的，那么，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，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；至于掌握着我们意识、支配着我们信仰
的那种思想（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），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挣脱出来的枷锁
；同时也是一种魔鬼，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。
”①为了给共产主义提供理论论证，马克思开始研究哲学，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；接着，在这一科
学历史观的指导下，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，写作《资本论》，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；最后，在这两
大发现的基础上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，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学说，为工人阶级的解
放、人类的解放、社会历史变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。
首先，马克思主义产生之所以是人类思想的伟大变革，体现在它的产生把人们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
真正奠定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。
在历史上.人们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，有不少的天才猜测，但从总体来看，在历史
领域还是唯心主义居于统治地位，用“神”、“人”或“观念”解释社会历史现象，把某种精神的东
西视为社会历史的本源。
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研究领域，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，分析和研究社会
现象，揭开了几千年来蒙在人类社会上的神秘面纱，揭示了社会现象的本质和人类历史之谜，发现了
社会发展的规律。
恩格斯称，马克思的这一发现同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一样，意义重大
。
列宁高度地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，他指出，这是“科学思想的最大成果”②，“唯物主
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”，“不言而喻，没有这种观点，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”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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